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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原二军

进入秋冬季以来，包括京津冀地区在内
的我国中东部及东北地区频频遭遇重污染
天气。作为导致重污染天气的重要因素之
一，包括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在内的移
动污染源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

移动污染源究竟能不能管住？要管住
还需从哪些方面发力？思考这些问题，将有
助于增强移动污染源防治的针对性，加快我
国大气污染防治的进程。

多措并举，移动源污染防治提速

为有效控制移动源污染，近些年来，从
国家到地方政府一直在积极行动。“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机动车尾气治
理力度，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从提升新车排放
标准、加强机动车环保管理、修订相关法律
法规、提升燃油品质、加速淘汰黄标车和老
旧车等方面入手，有力推动了机动车污染物
的减排。

严格排放标准。2000 年，我国开始实
施国一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到现在国五阶
段，已经有十多年了。目前正在制定国六标
准。从事多年移动源污染控制研究的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胡
京南说，平均下来每 4 年机动车排放标准就
有一个提升，“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标准的提升，推动了机动车单车排放控
制技术的进步。从三元催化技术到轻型车
的 OBD 技术（车载诊断系统）及重型柴油车
的 SCR 技术（排放后处理技术），使得污染
控制技术越来越精准，机动车污染得以大幅
度削减。“轻型汽油车和重型柴油车就标准
来看，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这
3 种 污 染 物 和 最 初 相 比 都 削 减 了 70% ～
80%。如果没有这些标准的持续推进，机动
车污染肯定比现在严重得多。”胡京南说。

完善法律法规。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
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有力推动了
移动污染源防治工作的开展。

在国家层面，2015 年开始实施的新修
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移动源污染防治
的规定，内容更加丰富。在机动车污染控制
方面，不仅只管新车准入，对于生产一致性、
在用符合性也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充分
体现了“车、油、路”一体化管理思路。在非
道路移动源方面，也有了更加丰富和更具有
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在地方层面上，2015
年，江苏省、安徽省和天津市出台了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西安市和齐齐哈尔市出台了机
动车污染防治条例，西宁市和荆门市出台了
机动车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地方机动车污
染防治做出了明确规定。

加大监管力度。目前，我国初步建立起

新生产机动车环保型式核准、环保一致性监
管、在用机动车环保检验、环保标志核发和
黄标车加速淘汰等一系列环境管理制度。
以对在用车的监管为例，目前，许多城市采
用年检、路检、路查、遥感监测等一系列手
段，并加大了黄标车和老旧车的淘汰力度。

2011 年以来，北京已经淘汰黄标车、老
旧车 217.2 万辆。今年北京出台政策，对提
前报废老旧机动车的车主给予车均 8000 元
的补助，有力推动了老旧车的淘汰，到 10 月
底，北京共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车 34 万辆，
预计可减排污染物 4 万吨。天津于今年 8 月
1 日出台最大力度报废车补贴政策，按照 10
种 不 同 车 型 分 别 给 予 不 同 金 额 的 补 贴 标
准。实施近两个月来，天津约有 6.7 万辆机
动车已注册登记并达强制报废标准。河北
省采取各种政策，2015 年淘汰黄标车 21 万
辆。石家庄市规定，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全面禁止黄标车在市区三环路内和县市城
区内行驶，并对尾气检测连续两次不达标的
黄标车实施强制报废，并出台补贴政策，对
主动淘汰的黄标车给予 6000～18000 元的
补贴，根据计划，到 2017 年年底，全市所有
黄标车将全部淘汰完毕。

问题不少，尚需发挥监管合力

“我国在移动源污染控制方面虽然做了
大量防治工作，但由于机动车总量居高不
下，并且在协调机制、监管能力等关键环节
存在短板，管理部门条块分割，不利于发挥
监管合力，治理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环
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
化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冯相昭表示。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以北京为例，到目前为止，北京市
机动车总量已经达到了 570 万辆，机动车排
放污染物已经成为影响 PM2.5 的首要因素。
四川省成都市目前汽车拥有量已超过 400
万辆，高居全国第二位，使得尾气污染变得
极为严峻。

数据显示，2010 年～2015 年，我国机动
车年均增长 6.5%，汽车年均增长更是达到
了 15.9%。2015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2.79 亿辆。胡京南说，要控制机动车污染，
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大力发展公共交
通。

监管方面仍存在不足。这方面最典型
例子就是环保部门无上路拦车权限，上路检
查时需公安交管部门配合。对机动车停放
地开展检查时，需要交通运输等行业主管部
门配合。冯相昭说，随着移动源污染治理任
务越来越艰巨，执法工作日趋繁重，环保部
门急需与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建
立长效联合执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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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冬以来，雾霾天气再度频袭京津冀等地区。治理大气污染，既要打持
久战，又要打攻坚战。老天不帮忙，人更要努力。有效治理大气污染，必须从源
头入手，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工作实践来看，移动源、散煤、扬尘污染、秸秆
燃烧等是下一步深化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和关键所在。从今天起，本报刊发系
列报道，客观分析各地治理上述污染的现状和难点，既谈经验、问题，更积极探索
治理对策，以推动这些难点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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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昆婷12月13日北
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今日向媒体发
布了 2016 年 1~11 月和 11 月全国与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
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
状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
毅介绍，1~11 月，全国 338 个地级及
以 上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0.5% ，同 比 提 高 2.6 个 百 分 点 。
PM2.5 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8.3%；PM10 浓度为 79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7.1%。11 月，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71.6%，同比下降7.5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58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7.4%；PM10 浓度为 10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20.5%。

1~11 月，74 个城市中空气质量
排名相对较差的后 10 位城市（从第
74 名到第 65 名）分别是：保定、石家
庄、邢台、唐山、邯郸、衡水、郑州、济
南、太原和西安市；11 月，后 10 位城
市分别是：石家庄、太原、保定、邢
台、兰州、唐山、邯郸、西安、衡水和
郑州市。

1~11 月，74 个城市中空气质量

排名相对较好的前 10 位（从第 1 名
到 第 10 名）城 市 依 次 是 ：海 口 、舟
山、惠州、厦门、福州、珠海、深圳、丽
水、拉萨和昆明市。11 月，前 10 位
城市依次是：海口、舟山、福州、南
宁、惠州、丽水、贵阳、深圳、昆明和
厦门市。

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 1~11 月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9.0%，同比
提高 4.8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6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3%；PM10

浓度为 11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0%。11 月，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36.9%，同
比降低 16.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为 102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8.5% ；PM10 浓 度 为 169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上升 24.3%。

北京市 1~11 月优良天数比例
为 54.8%，同比提高 2.4 个百分点。
PM2.5 浓度为 67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9.5%；PM10 浓度为 86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0.4%。11 月，北京
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43.3%，同比降
低 3.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10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5.3%。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 1~11 月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7.5%，同比
提高 3.7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4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0%；PM10

浓度为 7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8%。11 月，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2.5%，同比
提高 0.7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5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8%；PM10

浓度为 8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6.7%。

珠三角区域 9个城市 1~11 月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0.2%，同比提
高 1.6 个 百 分 点 。 PM2.5、PM10 浓 度
分别为 30 微克/立方米、46 微克/立
方米，均达到国家二级年均浓度标
准，同比分别下降 11.8%、11.5%。11
月，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平均优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4.8%，同 比 下 降 11.5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40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8.1%；PM10 浓度为
60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7%。

罗 毅 说 ，1~11 月 监 测 数 据 表
明，今年以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总体呈改善趋势，但 11 月
份部分地区和城市空气质量有所下
降。专家分析表明，11 月份受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连续发生 3 次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东北地区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极端重
污染天气过程；另外，我国兰州等西
北部分城市发生 3 次大范围沙尘天
气，导致 11 月份全国颗粒物浓度有
较明显升高，其中 PM2.5月平均浓度
上升 7%以上，PM10月平均浓度上升
20%以上。

本报讯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
2016 年第二批 7 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陆续对北京、上海、湖
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等省（市）实施督察
进驻。督察工作按计划实施，截至12月10日，7
个督察组均完成第一阶段省级层面督察任务，
共计与 275名领导谈话，其中省级领导 163人，
部门和地市主要负责同志 112人；累计走访问
询169个部门和单位，调阅资料2.8万余份。

进驻期间，督察组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及
时转办督办群众举报问题。各被督察地区建
立机制、立行立改，党政主要领导一线督导，有
关部门协调联动，各地市狠抓整改落实。截至
12月 10日，督察组共受理举报 8657件，经梳理
有效举报并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地区
转办 5462件；各被督地区完成查处 1893件，其
中立案处罚1479家，处罚金额6614.16万元；立
案侦查 213件，拘留 112人；约谈 1100人，问责
687人，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根据督察安排，目前各督察组正在开展
下沉督察，进一步调查核实省级层面督察聚
焦的有关问题，预计下沉督察时间 10 天左
右。根据有关规定，督察进驻期间，督察组不
处理被督察地方的具体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6年1~11月和11月重点区域及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11月PM2.5浓度同比上升7.4%
前 11个月 PM2.5浓度同比下降 8.3%

中央环保督察组完成省级层面督察
北京等省市狠抓边督边改，立案处罚1479家，拘留112人；约谈1100人，问责687人

注：数据截至 2016 年 12月 10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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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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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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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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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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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1403

2206

1308

828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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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
数量
（件）

716

677

809

1348

976

494

442

5462

已办结（件）

属实

152

114

310

254

587

188

90

1695

不属实

40

5

28

42

12

35

36

198

合计

192

119

338

296

599

223

126

1893

责令
整改
（家）

221

61

313

783

933

69

45

2425

立案
处罚
（家）

195

69

137

671

266

92

49

1479

罚款
金额

（万元）

129.54

765.8

1149

2482.7

708

743.67

635.45

6614.16

立案
侦查
（件）

6

0

148

47

3

1

8

213

拘留（人）

行政

1

1

7

30

7

9

0

55

刑事

3

0

4

43

5

2

0

57

约谈
（人）

215

3

232

189

294

104

63

1100

问责
（人）

28

2

97

112

33

256

159

687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

图为督察组下沉揭阳市现场抽查丽达纺织公司治污设施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王昆婷12月13日北京
报道 水利部、环境保护部等十部门今
日联合召开视频会议，动员部署《关于
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的贯彻落实工
作。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

赵英民指出，全面推进河长制，是
党中央、国务院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
湖”系统治理的重要思想，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确定的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
心的目标导向，体现了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责任担当，
为解决水环境问题、改善水生态环境质
量、维护河湖健康生命提供了有效抓手
和有力举措。

赵 英 民 强 调 ，近 年 来 我 国 水 环 境

保 护 取 得 积 极 进 展 ，但 总 体 来 看 ，水
环境保护的问题依然突出，水环境质
量状况不容乐观，水生态破坏形势十
分 严 峻 ，水 环 境 风 险 隐 患 问 题 突 出 。
全 国 环 保 系 统 要 把 思 想 和 行 动 统 一
到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河长制的
决策部署上来，以贯彻落实河长制为
抓 手 ，切 实 落 实 地 方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水 环 境 保 护 责 任 ，加 大 水 资 源 保 护 、
水 环 境 治 理 、水 生 态 修 复 等 工 作 力
度 ，确 保 实 现 水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目标。

赵英民要求，全国环保系统具体应
做好 4 方面。一是充分运用环境保护
督察制度推动落实河长制。将各级河
长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纳入环境保护督
察内容，强化公开约谈、区域环评限批
等措施，切实落实水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二是全面实施以控制单元为基础
的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在实践中单
元断面与河长制的责任断面是一致的，
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在各级“河长”领
导下，将基于水质改善要求的治污任务
分解落实到控 制 单 元 内 各 责 任 主 体 ，
督 促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 三 是 对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加 大 环 境 执 法 监 管 力 度 。 深
入 实 施 工 业 污 染 源 全 面 达 标 排 放 计
划，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四
是 改 革 完 善 流 域 环 境 监 管 和 行 政 执
法 体 制 机 制 。 开 展 按 流 域 设 置 环 境
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工作，探索
流域环境保护统一规划、标准、环评、
监测、执法等方面可复制和可推广的
经 验 ，增 强 流 域 环 境 监 管 合 力 ，同 时
也 为 河 长 制 的 全 面 实 施 提 供 重 要 补
充和支撑。

赵英民在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视频会议上强调

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全面推行河长制

本报讯 为推进全国环境执法
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
环境保护部于 2016 年 9～11 月在
全国组织开展了环境执法大练兵
活动。目前这一活动已经进入评
审和投票阶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
田为勇介绍，环境执法大练兵开展
以来，各地积极响应，执法热情高
涨，探索和创新很多执法练兵的新
模式、新经验，查处一系列伪造数
据、暗管偷排、稀释排放等问题突
出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各大媒
体高度关注，对地方大练兵活动进
行了全面报道和宣传。

目前，各地大练兵活动已基本
完成，环境保护部将通过第三方机
构对各地大练兵期间工作数量、质
量和成效进行评估。对地方环境
执法机构在大练兵期间的工作成
效，按照“环境执法案卷质量”“查
处违法案件数量”“执法公众满意
度”“环境质量变化”等 4 个指标进
行评审；对地方环境执法人员，按
照“查处违法案件数量”“查处违法
案件质量”“个人事迹”和“廉洁执
法”等 4个指标进行评审。

田为勇介绍说，为提高社会和

公众的环境意识，鼓励公众参与到
环境执法队伍和执法人员的评选
中来，环境保护部将对地方报送的
参评案件进行公开，接受公众的评
议和投票，案件详情可在中国环境
网（www.cenews.com.cn）查 询 。
微信投票通道将于 12 月 16 日零时
正 式 开 启 ，截 止 时 间 为 12 月 30
日。微信客户端是本次活动唯一
投票通道，微信用户可以关注“中
国环境新闻”微信号，或直接扫描
中国环境报或中国环境网刊登的
活动二维码，打开活动界面，进入
系统进行投票。

田为勇表示，环境保护部还将
在中国环境报上公开大练兵表现
突 出 的 候 选 人 名 单 ，并 以

“010-12369”为 受 理 举 报 电 话 。
经查确实存在不廉洁行为的候选
人，将直接移出候选名单并依法依
规追究责任。

大练兵表现突出候选集体参
评案件公示见今日五、六、七版

大练兵表现突出候选个人参
评案件公示见今日八版

在环境执法大练兵中表现突
出的候选个人名单公示见今日四
版

环境执法大练兵进入评审投票阶段
“中国环境新闻”微信投票通道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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